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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灿的葵花田，浩瀚明亮的星空，

金盏银盘菊花心的黄芪散发出甜甜的豆

香味……刚过去的暑假，对于内蒙古科技

大学的“北疆新农人”来说是一个不同寻

常的假期。

一群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跟着团队

指导教师汤伟第一次来到固阳县兴顺西

镇妥忽洞村委会大毛忽洞村，双脚站在田

间的泥土上，用他们的镜头记录下了新时

代的希望田野，用他们的独特视角讲述了

田野上的故事。

起点：
眼前的新农村太美太壮观
“非常震撼，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

这是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张玉泽第一次作

为“新农人”参加团队活动。

“我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荞麦花、葵花，遇到了专门来固阳放蜂的

养蜂人，还走进了几千亩绿油油的黄芪田

地……那景象不亚于影视作品里的欧洲

庄园，真的是太美、太壮观了！”指导教师

汤伟和创建这个团队的学生杨世俊，跟团

队的同学们一样，说起这次助农公益活

动，都十分兴奋。

2017 年，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杨世

俊参加完首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后，回到

学校便创建了这支名为“北疆新农人”的

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助农团队。2021 年，团

队决定着眼本地，多次去固阳寻找合作

点。在途中，汤伟反复看到“中国固阳·正

北黄芪之乡”的硕大广告牌，由此便萌生

了“这么好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的想法。

于是，“北疆新农人”跟规模种植黄芪

的固阳县永茂丰农牧业专业合作一拍即

合。

7 月 19 日，7 个学生跟着汤伟从学

校出发，在通往乡间的公路上，他们看到

了新农村的样子，心胸一下子跟着辽阔的

田野放大开来。镜头里，从起点开始便是

满满的惊喜。

田间：
镜头下的黄芪走向五湖四海
来到永茂丰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黄

芪基地，学生们第一次看到生长在泥土中

的黄芪。

“我们 2010 年刚来的时候，这村里

啥也没有。2015 年我们从零开始打造有

机黄芪基地。现在 6000亩基地每年能产

1000吨的有机黄芪。可以带动周围 7个

自然村 100 多个村民打工就业，每年这

项支出不低于 150 万元。真的是抱着振

兴乡村的情怀干成了今天这一番事业。”

在“新农人”的镜头里，这片乡土的变化通

过“老农人”永茂丰农牧业专业合作理事

长焦建功的讲述娓娓展开。

跟着焦建功，一场实地体验的直播在

bilibili、抖音、快手等平台呈现出来。

主播王儆同学用双手刨开松软的土

壤，带着观众一起探究黄芪的“本来面

目”。无人机则将优质水源、千亩沃土等优

良的种植环境尽揽眼前。之后，另一位主

播崔佳慧同学直接来了一场黄芪焖米饭

的吃播，引来一连串“什么味道”“好不好

吃”……的弹幕。

经过一天的体验，20 日直播带货在

仓库的“黄芪墙”前开播。黄芪的功效、营

养价值、固阳的黄金种植条件……几位主

播已经耳熟能详。焦建功也参与进来，讲

了自己和合作伙伴艰辛创业改变乡村面

貌的故事。

“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有人问价格、有

人问功效、有人问口感。那天晚上都已经

10 点多了，平台上的热度还在不断上

升。”通过这些学生的镜头，黄芪走进了更

多人的视野。

主播王儆同学来自四川，她的妈妈看

过直播后专门让她带一些黄芪产品回家

给姥姥尝尝。

“这些孩子给我带来了几十单的生

意。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让更多人尤其是

更多年轻人认识了我们固阳的黄芪。”焦

建功高兴地说。

未来：
“新农人”的乡村振兴路无限延伸

“我们就是‘新农人’。新的时代已经

来了，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方式助力农村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杨世俊说。

2017 年团队创建以来，从产品开发

到品牌打造，再到电商直播，这些年轻的

“新农人”走出象牙塔，带着共同的梦想将

青春深深地画在农村的乡土上。

汤伟说，通过这一次合作，团队决定

放慢、踩实脚步，扎扎实实地把助农项目

做好。“跟这个黄芪基地的合作，我们至少

要进行三年，要把黄芪从播种到收获到加

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呈现给大家。在这个过

程中，还要给大家讲好‘老农人’和乡村变

化的故事。”

已经被保研到武汉理工大学的杨世

俊也已经有了新的规划。他打算在武汉理

工大学再创建一个类似的公益助农团队，

加入研究生的力量，并争取和华中农业大

学合作。“下一步，我想从农产品深加工和

零食开发方面做一些助农项目，比如小米

零食、黄芪零食等等。因为我觉得快销食

品能更好地消化产能。”

固阳助农直播带货活动的最后一个

晚上，这些“新农人”在浩瀚的星空下，吃

着烧烤看了一场《大决战》。他们为自己的

付出和成果兴奋不已。而对于即将离开包

头的杨世俊，这样的毕业之“旅”更是意义

非凡，新征程的起点正在从这片充满希望

的田野上向无限的未来延伸。

据《包头日报》

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三道井子村百亩花海景区，是赤新线旅游公路沿线观

光景区之一。

景区内种植有金盏菊、百日草、矢车菊、琉华菊、花葵、锦葵、蜀葵等多种花

卉。 乌学明

眼下，走进城川镇的田间地头，一串

串红彤彤的辣椒缀满枝头，经三伏的日

晒，红格外的显眼。农牧民们辛勤采摘

后，鲜艳夺目的鲜椒从田间地头走向销

售市场，采摘、收捡、装箱、制冷……场面

十分红火，再经客商们转手，一车车辣椒

从这里“红”向全国。

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辣椒收购以 7

月初为始，直至 10 月寒露、霜降后便停

止采摘销售，收购初期日发货量约 500

吨，到 8月份进入旺季日发货量达 800

余吨，一年下来，城川镇售出的辣椒超过

10万吨。

今年，城川镇扩建了农产品交易市

场，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完整的供

电基础设备，保证了冷库设施能 24 小时

无间断制冷，高功率的制冷设备，确保泡

沫箱内温度在 24 小时内从夏日常温冷

却到 2至 3℃，以完成厦门、广东、江西等

南方各省市的远距离输送。也有来自山

西、西安等周边省市的客商，他们往往不

需要给辣椒制冷，将辣椒直接装箱、装袋

当日低成本运回需求地，极大的增加了

辣椒的需求量，今年开始，陕西东坑、梁

镇的一些农户也来城川镇卖辣椒，这也

让城川镇的辣椒市场越来越红火。

“辣椒收购也有学问，冷库收购的辣

椒主要卖向南方，所以把关较为严格，且

收购价高，户子要想去冷库销售，地间就

要采摘外形饱满辣椒，弯曲、畸形的辣椒

都会被筛除。西安等近距离销售的辣椒

要求相对低些，辣椒弯曲不大的，畸形不

严重的都可以收购，但是辣椒价格也会

随之下降。再剩余的辣椒都可以地摊便

宜处理，地摊收购初期以绿辣椒为主，从

中期开始辣椒基本都红了，收购商也就

只收购红辣椒，这样就让户子装辣子满

车来、带上钱空车返”。62岁的城川辣椒

“能人”陈占智津津有味地说着这几十年

的辣椒种植经验。

在同老陈聊天时，市场里几名辣椒

收购客商和前来卖辣椒的户子也谈起了

自己的切身感受，并对城川辣椒产业投

出了赞成票。“我感觉城川辣椒产业大有

可为，前些日子，镇里的领导们专门到我

们冷库收购点进行了调研，还与老陈这

些有丰富种植、收购经验人员进行交谈，

并释放出了许多调整产业结构的信息，

让我对种植辣椒更有信心。”“我是来自

湖南的一家客商，这几年我都来城川镇

做生意，收购辣椒最重要的就是冷库设

备，今年旱情严重，城川镇能保证高需求

用电形势下，冷库供应不间断，这就解决

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据了解，今年辣椒价格相比往年，价

格稳定，升降趋势不大，旱情虽严重，但

是水源供应相对充足，种植早期的辣椒

面积居多、受到影响较小，所以种植辣椒

普遍收益较好，好一些的辣椒亩产量可

破万，纯收入可达 8000 元以上，因为年

降雨较少，再加上有机肥补助、技术的免

费帮助，给农牧户还减轻了打药等多方

面的成本，后期的辣椒虽出现病害，但是

通过遮阴网、药物控制等手段也可维持

辣椒后期的长势，完成不错的收益。

红色立城，绿色富川。如今的辣椒产

业成为了城川镇又一张靓丽的红色名

片，火红的辣椒，富了百姓生活，鼓了村

民腰包，奏响了城川镇创建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示范镇的“椒”响乐。张峰 郭建兵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1-7 月，全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7%，高于 2019 年、2020 年同期增

速。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2.9%；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11.2%。

1-7 月份，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日常类消费品和

升级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按照消费形态分，全区餐饮收

入同比增长 30.3%，商品零售同比增长 11.0%。从限额以

上单位的消费品类值看，限额以上单位 11 个消费品类别

中，10 类零售额同比保持正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

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中西医药品类同比分别增

长 10.5%、8.2%、8.3%，金银珠宝类、汽车类、化妆品类同

比分别增长 44.5%、27.4%、26.9%。从盟市情况看，呼和浩

特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乌

海市 6个盟市增速超过全区水平，其余 6个盟市增速低

于全区水平。 高慧 梁琛

近日，满洲里海关技术中心实现了对口岸进口原油、

液化石油气的属地检测，企业通关再提速。

近年来，满洲里海关对俄蒙口岸液化石油气及原油

等资源类商品进口量逐年增加，但由于当地口岸缺少检

测设备，此类商品全部委托异地实验室检测，给企业通关

造成极大不便。对此，满洲里海关结合业务需求，摸底调

研检测设备缺口，申请专项预算，组织专家对比选型，配

置了 8台专项检测设备，将检测周期从过去的 20 日缩减

至 5个工作日。

“下一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推进实验室高质量发

展，提升执法技术支撑能力，有力有序解决企业突出问

题，不断增强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为促外贸稳增长和

保生产安全贡献力量。”该关技术中心主任任立新说。

邓玉霞

“新农人”镜头下的希望田野

百亩花海

映日辣椒别样“红”

每天清晨，家住阿拉善左旗苏木图

嘎查的养驼户林振民一家就开始忙碌

起来，打扫驼圈，给骆驼添加草料。近年

来，在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扶持下，林

振民通过调整畜群结构，积极发展骆驼

产业，如今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驼

大户。

“我家的驼产业能发展得这么好，

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惠民好政策。如今在

政府农业保险政策补贴下，我家的骆驼

都上了保险，骆驼一旦出现意外死亡、

生病死亡等都可以获得赔偿，而且养驼

户个人只出保险费的 30％，其余都由

政府承担，这真是一项惠民的好政策！”

养驼户林振民乐呵呵地说。

林振民所说的骆驼保险补贴是阿

拉善盟为该盟养驼户提供养殖风险保

障，助力骆驼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一项惠民举措。骆驼是阿拉善盟农

牧业经济发展的优势畜种，骆驼养殖是

当地重要的民生产业。为了有效降低自

然灾害对农牧民的影响，助力农牧业健

康发展。2016年底，《阿拉善盟 2016 年

新增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

施方案》出台。根据方案，凡是符合驼龄

在 1 岁以上、20岁以下等条件的骆驼，

均可购买保险。骆驼保险费由牧民个人

承担 30％，政府承担 70％。在保险期

间内，因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

故、难产、狼害、交通事故，导致投保个

体直接死亡的都可获赔。

从着力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为落脚点，阿拉善盟自 2012 年起启动

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以来，经过

10年的稳步推进和不断探索，补贴规

模不断扩大，全盟农业保险补贴品种从

最初的葡萄、蜜瓜、温室大棚、棉花，发

展到骆驼、白绒山羊、满大阿杜肉羊、谷

子等 8个品种，基本涵盖阿拉善盟大宗

农畜林和盟级特色产品，保障范围不断

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多年来，该盟

仅骆驼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

2140 万元，各级财政拨付农业保险补

贴资金 1498 万元，参保农户 5300 户，

涉及保险金额 9.01 亿元，支付赔款

2236 万元，受益农户 2623 户，农业保

险保障服务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有力

助推了农牧民的产业发展。 刘宏章

近日，包钢高速铁路道岔用 U75VG

非对称断面 60AT2 在线热处理钢轨正

式获得 CRCC 认证证书，标志着包钢该

产品正式具备在国内市场的供货资质，

填补我区在该领域的产品空白。

以科技为引擎，以创新为驱动，“十

四五”开局之年，“工业长子”包钢全力以

赴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转型升级迈向新

征程。

绿色低碳发展步履铿锵。包钢一改

“以销定产”“以效定产”生产组织原则，

首次按照“以能定产”原则组织生产，精

准把控能源消耗。

5月 13 日，泰纳瑞斯包钢（包头）钢

管项目开工，标志着包钢产品高端化发

展及企业转型升级再提速。

6月 1日，世界首支新型高速公路桥

梁伸缩缝用π型钢在包钢诞生，填补了

世界高速公路桥梁伸缩装置领域使用异

型钢的空白。

产业转型步伐加快。钢铁产业批量

试制各类稀土钢产品，累计完成和在研

的稀土钢项目 70 余项，目前可批量生产

5大类、50多个品种。与宝武清能合作，

探索 30万吨焦油深加工合作，为煤焦化

工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深化与泰纳

瑞斯合作，年产 7万吨 22 万件高性能油

气钻采用特殊扣油套管产品合作项目全

面开工建设。所有过往，皆为序章。面向

“十四五”，包钢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以

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聚焦钢铁和稀

土双主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

钢铁产业方面，“十四五”期间，规划

以包钢股份为主体，实现以“优质精品钢

+ 系列稀土钢”为特色的产品结构，以

“深度挖潜 +改革创新”双管齐下的经营

模式，综合竞争能力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成为我国钢铁行业品牌化、绿色化和智

能化转型发展的示范者。

稀土产业方面，以北方稀土为主体，

加快国内外产业布局，不断增强资源掌

控力，继续保持稀土原料和稀土材料生

产规模和产品档次领先优势。

成长之梦在奋勇前行中实现，发展

华章在奋勇争先中谱写。2021 年下半

程，包钢将锚定目标续写佳绩，以优秀业

绩为“十四五”辉煌开篇。 康丽娜

“工业长子”转型升级再赴征程

阿拉善盟大宗农畜林
及特色产品都有保险

记者从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政务公开办获悉，1—7月份，当

地清洁能源发电量累计完成 9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2%。

其中，因今年风速增长较快，风力发电量 1—7 月累计完成

8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9%。太阳能发电量 1—7月累计

完成 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

据了解，1—7 月份，乌兰察布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

发电量完成 283.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3%。火力发电量受煤

炭价格上涨因素影响，下降幅度较大。1—7月火力发电量累

计完成 19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1.9%。

李国萍

秋风凉，秋草黄，锡林郭勒盟秋季打贮草工作大幕全面拉

开。今年，该盟科学制定打贮草作业时间，严格执行刈割规程，

有序开展秋季打贮草工作。

拖拉机的轰鸣声，牧民忙碌的身影，在草原上构成了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8月 30日，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彦淖尔

嘎查牧民郑来忙着打草，割草机、拢草机轮番作业，将草贴着

地面割下来，拖拉机所过之处，留下了一道道草带。“经过两天

晾晒后，就可以捆成草捆了。”郑来高兴地说，由于今年雨水充

足，产草量明显增加。

郑来家有 900 余亩打草场，均亩按 35公斤草计算，他家

能储备 3万多公斤草。“完全可以满足家里牲畜过冬所需。这

样一来就省下了往年购草的开支，这是一笔不少的钱呢。”郑

来说。

今年入夏以来，充沛的降水使锡林郭勒草原牧草长势普

遍强于往年。锡盟各地依据气候和草地类型确定打草起始时

间，严格按照打草场留茬高度不低于 6厘米的要求作业，确保

打草场科学持续利用。

据统计，截至 8月 30 日，锡盟牧民共计打储草 5.43 亿公

斤，其中，天然打储草 3.42 亿公斤、陈草 0.1 亿公斤、秸秆

0.11 亿公斤、已收储青贮 1.8 亿公斤。 巴依斯古楞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企业通关再提速

乌兰察布市
“绿色”发电量明显提升

“打草季”弥漫秋草香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电结构加速调整，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实现高速增长。

1-7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63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6%，比上半年增速加快 3.5 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占比持续提升。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同期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发电量的 18.5%，同比提升 3.0 个百分点；二是增长势头

较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速高于同期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发电量增速 21.0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区火电发电量增速

24.9 个百分点；三是全区风力发电量占同期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的 81.7%，同比提升 4.0 个百分点。 杨帆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速迅猛


